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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发展“物业+养老”模式
为老人幸福晚年“加码”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市民陈先生今年78岁，在市太极
景润花园小区居住了近20年。“我的
身体一直挺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也时常会有点力不从心。”他说。
尤其是去年以来，他因心脏不舒服住
了两次医院，独自生活更是有些吃
力。

最近一段时间，陈先生开始考虑养
老的问题。他了解了我市的一些养老
机构，也关注了家门口周边的医疗机
构，认真比对、权衡，试图找到最适合的
养老方案。“还是倾向于居家养老，如果
周边的养老设施再完善一些，有功能齐
全的日间照料中心，对老年人就太友好
了。”他说。

在我市，有很多老人有像陈先生一
样的想法。解放区焦北街道花园街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老年人助餐服
务，为周边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了极大
方便。周边的老年人每天中午在这里
就餐，上午、下午在一起聊天、娱乐，让
晚年生活更加轻松有趣。“上了年纪，还
生活在自己的社区里，周围有熟悉的环

境、熟悉的朋友，这也是很多老年人选
择居家养老的原因。”该社区一名八旬
老人说，居家养老不仅方便子女看望，
让养护成本大大降低，老年人在享受专
业服务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亲情关
怀，身心愉悦。

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城市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
案》，提出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
治理的基本单元，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
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在城市社区（小区）
公共空间嵌入功能性设施和适配性服
务，有利于推动优质普惠公共服务下基
层、进社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从我市日前召开的全市物业
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市60
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0%以
上，超过了国际人口老龄化标准。健全
养老服务体系，是我市物业行业面临的
新课题。近年来，市住房保障中心通过
组织物业企业到郑州、鹤壁参观考察，
探索实践“嵌入式社区养老结合居家养

老”模式，为我市发展“物业+养老”提
供基础。

事实上，目前我市一些小区的物业
服务企业在开展物业服务的同时，已经
考虑了小区业主的养老问题。4月25
日，记者在太极景润花园小区看到，该
小区通过适老化改造，安装了座椅、扶
手等助老服务设施，方便老年人生活、
出行。市物业管理协会相关负责人指
出，物业是距离业主最近的人，以后，物
业公司可采用适老化设计，配备专业设
施和专业护理人员，为业主提供长期或
短期托养、日间照料、居家服务等；物业
可与医院、社区门诊建立合作，投入专
业康复训练器械，注重老人的“病前预
防、病后康复”，为老人提供日常血压、

血糖、心电图测量等医疗保障，护航幸
福晚年。

“随着入住时间的增长，小区里的
老年人越来越多，对养老服务的需求也
越来越大，希望物业服务企业在养老方
面大胆实践探索，为老年人提供更加舒
适的养老环境。”今年刚刚退休的市民
刘先生说。据了解，今年我市将实施

“物业+养老”创建活动，在金山·东方
花园、太极景润花园、西城家园等小区
先行先试“物业+养老”服务，补齐居家
养老服务设施短板，破解“家门口”养老
难题。

上图 小区里的长廊、座椅设计，
方便老年人随时坐下来休息。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今年五一假期准备去哪旅游？”
“孩子帮我订好了去桂林的车票。”“挺
好，平常接送孩子不能出远门，趁着假
期好好转转。”五一假期的脚步渐近，

“出游”成了老年人之间打招呼的关键
词。老年人在出游过程中应该注意
啥？不妨听听老年人的想法和一些建
议。

“一直都想去外面转转，孩子们也
都很支持，但是我自己一直有些担心，
担心身体受不了。”今年69岁的市民杨
先生说。他除了血糖有些高，身体还
不错。但因为上了年纪，走路时间长
了双腿膝盖会有酸痛的感觉。这个五
一假期，他犹豫了许久，想外出旅游又

有些担心。我市老年病专家杨静建
议，老年人在出行前应作好充分的准
备，有必要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了解
自身的健康状况，并根据医生的建议
选择合适的旅游目的地和行程。同
时，老年游客还应准备一些常用的药
物和急救用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
发状况。

统计数据显示，随着老龄化趋势的
加剧，老年人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我
市一些旅行社也推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
的旅行团，深受欢迎。“老年人对生活品
质有更高的追求，对世界也充满了探索
欲望。旅游不仅可以丰富晚年生活，还
能增进身心健康，拓宽视野，增加人际交

往。”经常和老伴外出旅游的市民徐阿姨
说。退休后这些年，她和老伴几乎游遍
了全国。

徐阿姨说，老年游客在选择交通工
具时应首先考虑舒适性和安全性。可以
选择乘坐飞机、高铁等较为平稳的交通
工具，应避免长时间乘坐颠簸的汽车或
摩托车。在乘坐交通工具时，老年游客
还应注意保持身体平衡，时刻注意脚下，
避免跌倒或摔伤。此外，老年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应合理安排行程，避免过度劳
累。可以选择一些较为轻松的旅游项
目，如散步、观光、品尝当地美食等，避免
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或参与高风险的活
动。在旅途中应注意保持饮食卫生，避

免食用不干净或过期食品，以免引发食
物中毒等健康问题。

老年人在选择旅行团时也应高度警
惕，尽量避免选择低价团、购物团，以防
贪小便宜吃大亏。在旅途中，应注意防
范诈骗和盗窃等犯罪行为，保管好随身
携带的贵重物品，千万不可轻信陌生人，
或将贵重物品交由陌生人保管。

总之，老年人在出发前应作好充足
准备，在子女的帮助下详细规划行程，并
时刻与子女保持联系，保持警惕，防范风
险。同时，随着老年游客数量的不断增
加，为老年游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和愉
快的旅游体验，也成为社会和旅游行业
面临的新课题。

让群众在家门口、楼底下享受优质
服务，实现养老托育“离家不离社区”，
能有效降低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成
本。支持“物业+养老”发展，可尝试从
以下几个方面想办法。

一是以政策利好激励物业企业投

身养老服务。明确物业企业开展养老
服务的程序和规则；通过给予开展养
老服务的物业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
调动物业企业的积极性等都至关重
要。

二是打通物业企业与医疗资源之

间的连接通道。鼓励物业企业与社区
医院建立双方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沟
通评估机制，改进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进一步为老年人提供更精准的服
务。

三是打造社区智能化养老服务场

景。物业企业可充分利用已有的小区
服务网络，对老年人实行精准识别和服
务对接，依托智能化平台为老年人提供
贴身、高效、联动服务，为提升老年人居
家养老质量助力。

老年游客成新宠 安全出游应谨记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了千家万户都关注的话题。

老年人如何选择养老方式？事实上，多数老年人会首选在社区居

家养老。随着老旧小区改造、社区适老化建设等工作的逐步推进

实施，在社区层面调动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物业+养老”服务，已成

为一种趋势。我市刚刚召开的全市物业管理工作会议指出，我市

将在部分小区先行先试“物业+养老”服务，补齐居家养老服务设

施短板，破解“家门口”养老难题。

为“物业+养老”模式提供支持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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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村是武陟县西陶镇

一个古老的村落，因拥有汉代

创建的护国大寺而有名。据古

碑记载：“寺去县三十里，有陶

村，旧有护国大寺。”上世纪 70

年代，该村借护国大寺名气兴

办起武陟古寺酒厂，一时名噪

中原。如今，曾经的酒乡陶村

不仅催生出一位酒器收藏大

腕，而且还催生出一位红色图

书收藏人。他就是焦作市红色

收藏家联谊会秘书长、武陟县

泉竹图书馆馆长陶泉竹。

“

瓶小乾坤大

原武陟县古寺酒厂在我市上年
龄人的记忆中会有一些印象。这家
兴建于1970年的乡办小酒厂位于我
市武陟县西陶镇陶村，因水质好和
传统酿造工艺，在我省白酒行业小
有名气。其不但带动了当时该镇22
个行政村、35家小酒厂的发展，而且
使得该镇成为闻名遐迩的酒乡。

1987年，高中毕业的陶泉竹回
到家乡酒厂当了一名工人。“我对日
常工作没有太大的热情，唯一让我感
兴趣的是装酒的酒瓶。”陶泉竹说。
他被稀奇古怪的酒瓶造型以及酒瓶
上的山水、人物、花鸟等图案所吸引，
开始收集企业长年定制的空酒瓶。

为了适应市场，企业每年还要定
制一些新酒瓶。他会用香烟去换定
制人员手中的新酒瓶样品。除了在
本厂寻觅酒瓶，他还跑到全镇的酒厂
去收购酒瓶。“当时武陟县有100多
家小酒厂，我利用工作之余，几乎跑
遍全县以及周边县市的酒厂去收集
酒瓶。”陶泉竹说。由于当时人们还
没有认识到酒瓶的价值，空酒瓶常常
被当作废弃物扔掉。于是，他家的小
院很快堆满了他收到的酒瓶。

1988年 5月，陶泉竹到原白庄
煤矿当了一名工人。随着收入的提
高，他对收藏酒瓶的兴趣愈发浓
厚。“一杯香露落入口，千粒珍珠滚
下肚。我国作为白酒的故乡，酒有
多久历史，酒器就有多久的历史。”
陶泉竹说。他利用星期天、节假日
专程到我市一些收藏爱好者家中收
购酒瓶。有一次，他看中一位收藏
爱好者手中的一款酒瓶，谈好成交
价为150元，可当时他兜里没有那么
多钱，他就找到在市里居住的工友
冯俊德借钱买下了这个酒瓶。

为了收集酒瓶，陶泉竹有时半
年舍不得吃上一口肉，有些衣服穿
十年八年也不舍得扔，但他买起酒
瓶来从不吝啬。2003年，他在北京
看到一套要价1.3万余元的五彩八
仙酒瓶，便想方设法借钱把这套酒
瓶买回。还有一次，他在武汉花了
3200元购得一套“扬州八怪”套瓶，
下车时，因绳子断裂，一下子把瓶子
全部摔碎，为此他伤心得好几天没
有吃下饭。

随着酒瓶收藏的兴起，他开始
出手收藏的富余酒瓶，十几年来，他
陆续交流出的酒瓶上万个，从而赢
得业界“酒瓶收藏大王”的名号。

2004年，陶泉竹被推荐为武陟
县酒器文化联谊会会长，后兼任焦
作市酒器文化联谊会副会长和中外
酒器文化协会会员、理事。

“酒瓶收藏除给我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外，还带来了旅游之乐、健
康之乐、寻觅之乐、研讨之乐、欣赏
之乐、人缘之乐。”陶泉竹对酒瓶收
藏文化感触颇深。2020年，他开始
参与焦作市酒器文化协会杂志创刊

号的编辑，为进一步弘扬酒
器文化作出新贡献。

位卑责任重

提起陶村，人们的话题不仅仅有
酒，还有闻名遐迩的护国大寺。现存
碑文记载，护国大寺始建于东汉建武
元年（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公元
25年），为东汉时期的皇家寺院。传
说该寺与刘秀有着一定渊源，这里世
代盛传着“王莽篡汉撵刘秀，刘秀在此
避难得以逃脱”的民间故事。

上世纪70年代末，陶泉竹上小
学一年级时，护国大寺遗址上的三
间主殿已变成校舍。“我在护国大寺
主殿读完了小学。”对于护国大寺，
陶泉竹怀有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深厚
感情。20多年过去，寺里幸存的木
屏风、精美的石雕、房檐上的木雕
……在陶泉竹的脑海留下了深刻印
象。老人们讲述的知恩图报、乐善
好施、见义勇为的历史传说和良好
家风教育，也让他浸润在传统文化
的熏陶中，这也成为他日后为社会
从事公益事业的不竭动力。

2002年，为加强护国大寺文物
管理，陶村党支部书记考虑到陶泉
竹年轻好学，又是一名党员，便任命
他为护国大寺文物管理小组组长。

他上任以后，发现有关护国大
寺的史料很少，影响申报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便着手收集相关的史
料。他首先从古碑记中发掘整理有
价值信息，同时走访老人收集一些
历史传说。此外，他还跑到县档案
馆从《武陟县志》上查找依据。半年
时间，他先后整理出有关护国大寺
的史料3万多字，为该寺申报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奠定了基础。

“从上任那年到2012年卸任，我
没有要过一分报酬。”对于这段工作
经历，陶泉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悔
意。除了用心收集资料，他还付出
了无限的爱心和热情。该寺缺乏修
缮费用，他就深入企业和村民家中
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发动大
家捐资。大家为他的精神感动，先
后捐资4万多元，对护国大寺东配殿
进行了修缮。寺里散乱存放的古碑
以及原大队部房基下、个别村民猪
圈墙下留存的残碑，他收集后按照
时间顺序统一移立在东配殿前，为
大家研究古寺历史提供方便。2005
年，该寺被武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担任护国大寺文物管理小组
组长的同时，他还参与了《陶氏宗
谱》《武陟县中原明珠——妙乐寺》
《武陟县民间故事全书》《武陟县民
俗志》等书籍的写作、编辑工作，并
且有诗歌及文学作品、红色剪纸艺
术品和石刻艺术品等作品入编《黄
沁诗声》《中国民间文艺家大辞典》
《中国民间艺术精粹》等书。

室陋藏书多

200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陶
泉竹的志趣又添一项内容。那天他
外出收集酒瓶，对方看到他的酒瓶
样式后说：“你把这个酒瓶给我，我
给你一本书。好吗?”他一看书名是

《方志敏》，当下表示同意。从此便
激发了他收藏红色图书的情怀。

1988年，陶泉竹从古寺酒厂来
到原白庄煤矿当工人，后担任该煤
矿团支部书记，并于1995年 12月
26日入党，先后获得“优秀团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以及“优秀党务工
作者”等荣誉。

2002年10月，回村工作后，他明
显感到村内党的宣传阵地不足，便产
生了利用收藏的红色图书，丰富党员
学习生活的念头。2003年，他到濮
阳市打工时，在该市图书馆看到仅剩
一本介绍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型画
册，定价600元。当时他身上没带那
么多钱，他先付了60元定金，回到住
处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早搭车回
家，借了600元后立即返回濮阳。当
图书馆下午将要关门时，他汗淋淋地
赶到了。该图书馆馆长说：“这个画
册在馆内书架上已经摆了两年，你能
买下这本画册，真有眼光！”

一次，他乘火车从北京返回焦作
途中，路过河北省石家庄市，因故需
要停留1个小时，他便到车站附近的
书店逛逛。在书店他一眼看到一本
有关李大钊的大型画册，他立刻产生
买下这本画册的念头。可身上钱不
够，回到家休息一晚后，他又专程返
回石家庄市买下了这本画册。

在陶泉竹的红色图书收藏中，
笔者看到了很多介绍我国主要领导
人的画册和著作，特别是1937年出
版的用绵纸制作的《太行老区》一
书，这本书目前在我市尚是孤品，并
成为他的“镇馆之宝”。“陶泉竹的红
色图书收藏量达到5万多册，其丰富
程度很可能超越了县级图书馆。”该
镇一位人士说。

如今陶泉竹和父母住在上世纪
80年代建的一个院子里。房子属于
是砖瓦结构，临街房楼上的书屋是近
年来用彩钢瓦搭成的。由于他的酒瓶
收藏和红色书籍太多，目前仅仅存放
就是难题。前几年，陶泉竹利用陶氏
宗祠东配房的4间房，一半作为红色
阅览室，一半用来当酒瓶展示室，很快
成为村里人开展文化活动的好去处。

2020年1月，陶泉竹与朋友史天
平、陶乐财共同拍摄的《农家藏馆红
色书屋》，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举办的“我爱我的祖国”微视频、
摄影作品大奖赛中，荣获微视频三等
奖。2021年7月1日，他的藏书馆被
中宣部授予“农家藏馆红色书屋”光
荣称号；2023年5月，他被中宣部授
予“人民楷模”光荣称号。同年9月，
他被全国敬老爱老助老促进会评为

“弘扬家风家训家规先进个人。”

右上图 陶泉竹。
张志勇 摄


